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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研究利用 SIMROID 机器人将接诊流程模式化应用于本科生教学培训考核，并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对其进行评价。方法：以 6 岁患儿局部浸润麻醉下拔除下颌滞留的乳中切牙为蓝本，编撰人机交
互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脚本，将机器人的应答和相应头部、手部的动作导入 SIMROID 机器人。在课堂借助
PPT 讲解儿童口腔科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后，将 82 名口腔医学大学四年级医学生随机分成机器人组（实验
组）和同伴练习组（对照组），之后两组互换。实习结束后，学生填写调查问卷，对两种教学模式进行评价。
结果：学生认为机器人的外形与真人还是有一定差距（P<0.001），而在模拟临床突发情况时机器人表现更好
（P=0.001）；使用同伴沟通更能考虑到患者的疼痛感受（P=0.001）。结论：本研究利用 SIMROID 机器人完
成儿童口腔局部浸润麻醉时“标准病人”的建立，尝试情景化临床思维训练和医患沟通、行为管理教学的新途径，
为进一步开展和推广机器人模拟临床教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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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bjectiv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raining assessment and scoring system that uses SIMROID 
robot’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function to model the reception process, and completes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Methods: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retained incisors under local infiltration anesthesia 
in a 6-year-old child,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script 
was compiled, and the robot’s response and corresponding head and hand movement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IMROID robot. After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to explain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of pediatric stomatology, 82 fourth-year medical students of the Stomat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obot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and peer practice group (control group), and then the two 
groups were exchanged. 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students fill out a questionnaire to evaluate the two teaching 
modes. Results: Students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appearance of the robot and the real 
person (P<0.001), but the robot performed better when simulating clinical emergencies (P=0.001), and the use of peer 
communication was more abl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atient’s pain perception (P=0.001).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uses SIMROID robot to comple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patient’ during local anesthesia of oral infiltration 
in children, tries a new way of situational clinical thinking training,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management teaching, evaluates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in the new teaching mode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lays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robot simulation clinical teaching.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ehavior management; local infiltration 
anesthesia; SIMROID robot

1 引言

在口腔医学临床工作中，儿童患者对治疗的

配合能力有限、自控力差、有可能出现突发体动。

这些情况对于刚刚接触临床实践的口腔医学生来

说极具挑战，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治疗计划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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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甚至引发医患矛盾。在传统的教学中医患

沟通多采取面授课程，以放映临床录像 [1]
、现场

观摩和学生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进行 [2,3]
，这些方式

因不能“身临其境”缺乏主动参与，其训练效果

有限。

无痛治疗是进行儿童口腔治疗的前提，局部

浸润麻醉是最多采用的操作，而“打针”是儿童患

者最担心的临床操作，也可能因操作不当影响治疗

效果或对患儿造成损伤。因此对口腔医学生来说，

如何让儿童患者接受局部浸润麻醉，并掌握应对操 
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极具挑战并且至关 
重要 [4]

。

SIMROID 机器人系统（图 1）由牙科治疗椅、

机器人和电脑操作系统组成。SIMROID 机器人不

仅可以精准地模拟口腔内环境，而且具有完整的人

形，有头部自主运动。通过预设程序，可以完成不

同临床情景下的人机交流互动，更贴近真人。国外

已有利用人形患者机器人进行成人麻醉意外处理 [5]

和 I 类洞牙体预备 [6] 方面模拟真实操作的相关教学

研究，结果显示此种训练更贴近临床，但还没有用

于医患沟通教学的相关报道。国内还没有人形患者

机器人用于口腔教学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将利用 SIMROID 机器人对口腔医学大

学四年级的学生进行局部浸润麻醉时的医患沟通和

行为管理的相关训练，并评价其效果。

2 材料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将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8 级五年制及八年

制大学四年级学生共 82 人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

34 名，女性 48 名。本研究已获得北京大学口腔医

院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通过（批件号：

PKUSSIRB-202275068）。

2.2 情景化临床模拟

SIMROID 人形患者机器人具有逼真的外观，

为全身人像，躺在牙椅上，有头部的活动如眨眼、

头和嘴会微动，能模拟人静态时的不自主运动，可

以交流沟通。通过程序可以预设焦虑程度，点击相

应按钮可引发机器人转动头颈、举左手、张嘴、闭

嘴、呛咳和呕吐等一系列动作，真实再现临床过程，

在医患沟通模拟教学中有明显的优势。

教学目标是训练和考察学生是否熟悉实际临床

接诊流程，是否始终贯穿爱伤观念，在操作过程中

能否密切观察患儿的肢体动作，在患儿突然转动头

部时操作支点是否稳固以及行为管理方式是否正确。

本研究以 6 岁患儿局部浸润麻醉下拔除下颌

滞留的乳中切牙为蓝本，编撰人机交互的医患沟通

和行为管理脚本（图 2），导入 SIMROID 人形患

者机器人。主要考查内容涉及：①接诊时的问候； 

图 1 SIMROID 机器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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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病情的咨询和问诊；③操作之前的说明；④术中

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⑤突发情况的应对；⑥术

后的口腔卫生宣教和医嘱。同伴练习组没有预设的

脚本，学生根据自身理解现场发挥。

经过传统教学在课堂进行 PPT 和录像讲解儿

童口腔科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后，将 82 名学生

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先进行机器人沟通，再进行同

伴交流（实验组）；另一组先进行同伴交流，再进

行机器人交流（对照组）。

2.3 构建的情景化临床模拟体系的初步评价

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以上构建的情景化临床

模拟体系进行了初步评价。调查问卷（表 1）主要

由 6 个方面，11 个问题组成。对 SIMROID 机器人

外形和真人的相似度；使用 SIMROID 机器人和同

伴练习在医患沟通教学、模拟临床突发情况、行为

管理训练、训练中是否考虑患者的疼痛感受以及在

其他学科的实习应用进行了初步评价。

图 2 模拟 6 岁患儿局部浸润麻醉下拔除下颌滞留乳中切牙的脚本

注：“学”为学生应进行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S”为 SIMROID 机器人所给的反馈

表 1 学生对 SIMROID 机器人的评价调查表

非常好 很好 一般 不好 非常差

SIMROID 机器人和真人的相似度 5 4 3 2 1

使用 SIMROID 进行医患沟通教学 5 4 3 2 1

同伴练习进行医患沟通教学 5 4 3 2 1

使用 SIMROID 模拟临床突发情况 5 4 3 2 1

同伴练习模拟临床突发情况 5 4 3 2 1

使用 SIMROID 进行行为管理训练 5 4 3 2 1

同伴练习进行行为管理训练 5 4 3 2 1

在 SIMROID 训练中，你有考虑患者的疼痛感受 5 4 3 2 1

同伴训练中，你有考虑患者的疼痛感受 5 4 3 2 1

在其他学科的实习中，你想使用 SIMROID 进行练习 5 4 3 2 1

在其他学科的实习中，你想通过同伴练习来实习 5 4 3 2 1

学：您好！请问哪里不舒服？
S: 医生您好！发现下颌长了一颗牙，
旧牙没掉。

学：（嘱咐局麻和拔牙后的注意事项，
尤其避免咬唇、咬舌，口腔卫生宣教
和饮食指导，确认下次复诊时间）

学：是新牙长出来了，乳牙还没有脱落，
需要把乳牙去掉。
S: 疼吗？
学：会有一点不舒服，我们会用点神仙
水，让你的小牙睡觉，还会给小牙唱个
催眠曲，这样治疗的时候小牙就睡着了。
如果你有不舒服，可以举左手示意，我
就会停下来。（要避免出现负性词汇）
S: 好的，麻烦医生了

S：啊！疼！（同时转头）
学：（支点要稳）
S:（呛咳）
学：停下手中的操作，确认恢复正常后
继续操作。
S:（缓缓举起左手）
学：嘴稍微张一下，（及时发现患者的
举手示意），你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
S: 口水多

学：发现多久了？影响吃东西吗？
S: 有一周了，吃东西时候会疼。
学：一天刷牙几次？谁给刷？喜欢甜食、
饮料吗？
S: 一天 2次，自己刷。喜欢吃糖。
学：好的，我先来检查一下。

学：现在我要给你涂一点小奶油（表麻
膏），接下来会像小蚊子叮一下。你现
在是不是有点胀胀的感觉，这就是小牙
睡着的感觉。

①接诊问候 ②病情询问 ③操作前说明

⑥术后医嘱④术中沟通 ⑤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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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0.0 软件（IBM Corp，纽约，美国）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各项问卷内容进行分析，对

整体得分进行正态检验（K-S 检验），P>0.05，符

合正态分布，后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学生对两种

教学模式的总体评价和在医患沟通教学、模拟临床

突发情况、行为管理训练、训练中是否考虑患者

的疼痛感受以及在其他学科的实习应用的评价，

P<0.05 为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

3 结果

本次问卷调查的时间为 2022 年 8 月，共有 82
名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大学四年级本科生参加了本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表 2）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

的总体评价无明显差异。其中医患沟通教学、行为

管理训练、其他学科使用情况在同伴沟通与机器人

沟通两种教学模式间无差异；机器人的外形与真人

的相似度有统计学差异，但是，在模拟临床突发情

况时机器人表现更好，使用同伴沟通更能考虑到患

者的疼痛感受。

4 讨论

学生对同伴沟通和机器人教学模式应用于儿童

口腔科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方面的接受度无明显差

异。机器人虽然具有不自主运动，身形和面容都和

真人相似，但在学生看来，还是和真人差异度很大，

因而在模拟操作过程中，学生在同伴交流中会更在

意患者的疼痛感受。

学生缺乏临床经验，虽然课堂讲解过对于突发

情况的应对，在同伴沟通过程中经常会遗漏突发情

况的模拟，或者仅能发生 1~2 种临床突发状况的模

拟，而机器人是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儿童口腔医

师预设了 4 种临床突发情况，更能模拟临床真实情

况，这点也得到了学生的极大认可。

儿童口腔的医患沟通和患儿的行为管理历来是

教学的难点 [7]
，缺乏情景化的贴近临床实际的教学

方式，角色扮演及同伴间相互练习多趋于成人化，

不能很好地模拟儿童患者的真实反应。当医学生真

正进入临床后，患儿在诊疗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较成

人显著增多。如果医学生未能熟练掌握医患沟通技

巧和行为管理技能，不能够敏锐观察到患儿的情绪、

行为变化，不能够积极恰当地应对，会直接影响诊

疗过程的顺利进行和诊疗安全性，甚至引发医患 
矛盾 [8]

。

儿童行为的心理管理在国内外口腔医学工作中

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9-12]
。在儿童的口腔检查、诊断、

治疗过程中，采用合适的语言与情感交流，及时发

现和消除患儿恐惧、焦虑、紧张的情绪，建立儿童

患者对口腔医疗环境的适应力，可以改善诊疗操作

中患儿对疼痛的耐受力，获得患儿的信任和配合，

保证诊疗过程顺利进行 [13]
。因而有效的医患沟通

和行为管理是每一位口腔科医师的必备技能。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多媒体、三维仿真技

术 [14]
、机器人的发展 [15] 使得教学方式形式多样并

不断拉近教学与临床的距离。有研究发现口腔医患

沟通教学中，和传统的讲座教学相比，视频教学并

不具有显著的优势 [16]
，但利用视频可以获得语言

和行为联系的一个直观感受，视频教学可以作为传

统教学的一个补充。

在教学中，有时候会采用学生角色扮演的方式

表 2 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的总体以及各方面评价

维度
同伴沟通 

(x±s)

机器人沟通 

(x±s)
P 值

总体评价 25.51±3.51 24.61±4.21 0.057

与真人相似度 5.00±0.00 4.18±0.80 ＜ 0.001*

医患沟通教学 4.06±0.92 4.15±0.86 0.476

模拟临床突发情况 3.84±1.04 4.26±0.83 0.001*

行为管理训练 4.01±0.94 4.05±0.82 0.735

患者的疼痛感受 4.26±0.80 3.78±1.03 0.001*

其他学科使用 4.34±0.85 4.2±1.01 0.232

注：* 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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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模拟临床情况 [17-19]
，但学生通常会表现得更像一

个成人，不能很好地反映儿童的特点和临床突发情

况。随着三维仿真技术仿真技术在医学教学领域的

广泛开展和虚拟病人的构建 [20]
，可以使医学生有

机会在电脑上和虚拟儿童患者进行沟通交流，练习

相关行为管理方式，借助电脑在网络上进行虚拟世

界的问诊和交流，但在游戏中学习，也很难有身临

其境之感。

20 世纪 10 年代开始，众多人形患者机器人进

入到口腔教学领域，外形酷似人体的全身机器人，

具有与人近似的表情、动作、会话功能，可以根

据各种临床实习程序进行对话，实现人机交互，

同时能记录、播放、评价学生的实习情况，在模

拟医患沟通、评估治疗态度和临床技能等方面具

有优势 [21]
。

本研究将儿童口腔临床工作中的医患沟通和行

为管理模式化，医学生根据课堂所学，在同伴练习

中也可以很好地进行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但由于

缺乏临床经验，对临床突发状况知之甚少，对儿童

患者在临床工作中随时随地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的

训练不足。

本研究利用 SIMROID 系统模拟了口腔局部麻

醉时儿童患者常见的突然转头、呛咳、操作中张口

度逐渐变小、举手等临床突发情况。机器人更接近

临床实际，对于即将进入临床工作的医学生有很好

的训练作用，这方面的设计也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

同时，该系统可以使口腔医学本科生及低年资

住院医师得到更贴近临床的无成本、无限次循环、

无风险的标准化训练。接下来我们将对机器人用于

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方面的细节进行量化研究，探

究更适宜的医患沟通和行为管理的临床前期教学 
模式。

5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情景化临床模拟的医患沟通和行

为管理教学模式，SIMROID 机器人能更好地模拟

临床突发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和推广机器人模拟临

床教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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